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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吵越相識—談手足衝突處理 

 

常聽見不少人生二寶的原因是「想讓孩子有個伴」，但現實中兩個

以上的寶可以相伴，也可能擦出不少火花。 

手足間有競爭、衝突都是很正常的，也因此能在衝撞中磨練出因應

人際衝突的能力。若手足衝突的情況變得白熱化、有肢體衝突或可

能影響到彼此長期感情時家長才有必要介入。然而，介入之前需先

認清楚解決手足衝突是「誰」的需求？有時候孩子吵鬧的聲音會令

我們感到煩躁，這可能是因我們的日常壓力太大、勾起了過去不愉

快的回憶/未意識到的經驗或衝撞了我們「手足就是要相親相愛」

的信念。這種狀況要小心自己可能會試圖快速地壓制孩子們的行為

而以大罵、體罰、剝奪、連坐等方法處罰。上述方法即使當下有效，

長期而言可能有不少負面作用，如：讓孩子的負向情緒忍受度低、

雙方感情變得更差、學不會有效的衝突處理方式等。家長有意識地

提升自我覺察，思考如何以孩子為出發點地介入，才能從根本協助

孩子們改變衝突模式。如果時常覺得力不從心，或許可以回頭檢視

一下自己，是不是壓力太大、有太多待辦事項以致於沒有心力好好

地與孩子的感受同在？如果答案是「是」，那照顧、安頓好自己就

會是比較優先重要的任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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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手足衝突時的心態為「接納」，所有的情緒感受都是真實的，

沒有什麼感覺是「不應該出現」的。介入手足衝突時可以先問問自

己平時怎麼處理單一孩子的情緒問題？掌握訣竅，處理兩位以上也

是類似的原則。首先，觀察他們到底在吵什麼？在表面的爭執點下

實際上在意的是什麼？「我剛才看你一點都不想妥協，可是你平常

不是這樣的…為什麼這次這麼堅持呢？」有時情緒被理解、照顧

了，解法自然會出現，或是原本執著的也變得不那麼重要了。當然，

有時不一定期待在衝突的當下馬上找出解決方式，可在事後較冷靜

時再找孩子討論。 

因家長通常不太會於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，常搞不清楚剛才發生了

什麼。可先請孩子各別說明，其間需要求另一位不能插嘴，但可讓

他知道等會兒會換他說。如果兩位孩子說的內容有點出入，家長可

以指出來，再請孩子說明。聽孩子描述的時候要避免擔任「判官」，

只是要大致了解發生了什麼事，進而能同理孩子的感受。或許搶玩

具、不小心被撞一下，從大人的角度而言是非常小的事，但別忘了

這對於孩子而言幾乎就是他們生活中的大事了。試著從孩子的角度

出發體會他的感受，「你覺得很委屈，你只是離開一下下東西就被

拿走了…」、「你覺得被冤枉，因為你以為那個東西沒有人在玩…」。

我們可以一邊同理，並一邊與孩子核對是否說中他的感覺。先同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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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納孩子的感受，較能緩和激烈的情緒反應，讓孩子在「能表達」、

「被傾聽」的心境下漸漸穩定自己的情緒。另一方面，也可讓在旁

邊聽的另一位孩子試著體會對方的感受。 

在孩子能靜下來後鼓勵他們思考有沒有什麼可以兼顧雙方需求的

折衷作法。讓他們學習表達自己的感受後再提出需求，如：「我只

不過去一下廁所，你就拿我的東西讓我很生氣，下次希望你不要隨

便拿。」、「剛才我以為沒有人在用這個東西才拿走的，你就直接

打我把它搶過去，我覺得又氣又委屈，我希望你以後可以用說的。」

前述例子是最理想的狀態，在孩子尚未能做到時，家長要運用問句

一步步地拆解，協助孩子表達情境、自我的感受以及希望對方怎麼

做。根據孩子的年齡以及過去的成功經驗判斷需給予何種程度的協

助。重點是，過程中我們需要讓孩子們感受到我們「溫和而肯定」

的態度，溫和地引導並肯定他們能協調出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

法。若孩子還太小或尚缺乏類似經驗，家長可以給予建議看孩子們

是否採用或微調。切記不可為了求快而直接要求孩子們照做，以免

剝奪了孩子們思考的機會。假以時日，孩子慢慢習得溝通、協調的

能力，手足衝突可望逐步減少。在學校與同儕相處時也能發展出比

「爭到贏」更成熟的協商能力。 

值得注意的是，有時衝突不見得是表面上的爭執點，孩子亦可能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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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生理因素、壓力感受等變得容易動怒。一個身心平衡、覺得「感

受到足夠愛」的孩子其實是有彈性可以接受他人微微踩線，或是即

使身處於爭執中也較能想出雙贏的方法。大人也一樣，通常我們在

身體狀況不佳、壓力大或是「缺愛」的時候才會對於相關的事物變

得非常敏感，要「捍衛」自己的權利。好像只要退讓一步就更加深

了自己被虧待的感受。一旦孩子身心狀態對了、感覺到被「愛夠

了」，就會慢慢地把眼光放在新事物的探索上，而不只聚焦於計較

誰得到的比較多了。所以注意孩子的日常作息/生活壓力，並在平

時多向孩子表達「我愛你」，多鼓勵多肯定，同時增加手足間正向

互動經驗都能夠為手足關係增加韌性。 

最後，回到家長身上，我們可以反觀自己在孩子的面前是如何示範

衝突處理的？舉凡夫妻間意見不合、親子間摩擦，我們都習慣如何

因應呢？如果仍沒辦法用適當的方式處理發生在我們自身上的摩

擦，其實就是一次次示範不當的衝突處理方式。當然，有時我們面

對的衝突難度比孩子們的還要難上許多，所以必要時尋求協助也不

失為解決之道喔！唯有建立良好的家庭氣氛，才能更上層樓地處理

手足議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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